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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我国地球科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地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战略，遴选出12个优先发展
领域和重要方向，主要就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地球环境演化与生命过程、地球深部过程与大陆动
力学、成矿成藏过程、水循环与水资源、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及其调控原理、海洋环境与生态
系统、天气与气候系统变化过程与机制、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观测与信息处理的新原理、新方
法和新技术等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本书可供从事地球科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人员、有关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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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我国地球科学研究的现壮　　3.1进展与优势　　地球科学在我国是一个发展最早的自然科学分
支学科之一，也是最早引入中国的近现代科学之一。
20世纪初，近代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首先在我国植根。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地球科学及各分支学科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地球科学事业从小到大，形成了
学科门类齐全和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科研队伍，不仅可以依靠自己
的力量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有关地球科学特别是资源环境问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
和快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与技术支撑，取得了基于我国独特地域环境与自然现象的一系列理论成
就，而且为世界地球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北京人的发现到早期生命演化研究，从东亚大气环流的提出到气候动力学与预测研究，从陆相
生油理论的建立到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从168个矿种的查明到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勘探，从地震波正、
反演理论到地震灾害预测，从青藏高原研究到东海大陆架科学钻探工程的实施，从一系列地学图件编
制到数字地球框架的建立和地球空问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都是地球科学发展的突出成就。
　　近20年来，我国在地球科学前沿研究方面又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突破性进展。
如：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领导的黄土与第四纪研究，建立了黄土成因的“新风成说”，重建了成
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整的陆地沉积记录的整个第四纪时期（过去250万年以来）环境变化的记录，被2002
年度“泰勒环境科学成就奖”评委会评价为“开启了中国风成黄土沉积的天书”；通过典型黄土剖面
的研究提出了第四纪环境演化的“多旋回学说”，取代了国际上经典的四次冰期理论，从而为黄土沉
积作为与深海沉积和极地冰心并列的全球环境变化的三大国际对比标准之一奠定了基础，因此而获
得2002年度国际“泰勒环境科学成就奖”和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著名大气科学家叶笃正院士提出了被国际气象学界誉为长波理论的三个里程碑之一的“大气长波能量
频散理论”；开创了青藏高原气象学研究，指出青藏高原在夏季是大气的一个巨大热源，在冬季是冷
源，深入研究了夏季青藏高原热源及其对东亚大气环流的影响和对西风急流的分流作用；创立了东亚
大气环流和季节突变理论以及大气运动的风场和气压场的适应尺度理论，积极参加国际地圈生物圈计
划（IGBP）的建立和科学规划工作，积极组织并领导中国开展气候变化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
成果，从而荣获第48届“世界气象组织奖”和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澄江动物群的发现与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研究在动物软体化石解剖生物学、功能形态学、系统分类学和
进化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被列入20世纪最令人惊奇的发现之一，获2003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标志着我国在地球早期生命演化领域的许多方面处在国际发展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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